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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八条政策措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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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 自己填写成绩单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育民 通
讯员张晓悦）6 月 22 日，曹妃甸港口
商贸物流产业招商推介会集中签约
项目 36 个，预计年实现贸易额 852.08
亿元；7 月 5 日，京 冀 曹 妃 甸 协 同 发
展 示 范 区 招 商 推 介 会 暨 签 约 仪 式
现 场 签 约 项 目 15 个 ，总 投 资 额
207.3 亿 元 ……近一个时期，唐山市
曹妃甸区重大项目密集签约、加快
落 地 ，涵 盖 大 宗 商 品 贸 易 、国 际 物
流、能源储配、先进制造等多个行业
领域，掀起了开发建设的新热潮。

贯彻落实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精
神，曹妃甸区积极抓招商、上项目，做
强存量、做大增量，加速构建以精品钢
铁、绿色化工、装备制造、港口商贸物
流四大主导产业，新材料与新能源、新
型信息数字两大新兴产业，木材加工、
生态农业、文化旅游三大特色产业为
核心的“4+2+3”现代产业体系。

今年是曹妃甸建区十周年。十年
来，曹妃甸集中精力上项目，全力以赴
谋 发 展 ，综 合 经 济 实 力 全 面 跃 升 。
2021年曹妃甸地区生产总值850.63亿
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6.03 亿元，分
别比 2011 年增长 119.7%和 381.69%；
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至1773.8亿
元，增长 188.7%；进出口总值 583.2 亿
元，增长 387.8 倍，成功入选中国综合
实力百强区、工业百强区、科技创新百

强区、投资潜力百强区。
“今年我们要确保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超千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过
百亿元的目标。”唐山市委常委、曹妃
甸区委书记侯旭表示，以重点项目建
设为支撑，曹妃甸要进一步聚力建设
新工业、打造大港口、发展高科技，全
面推进曹妃甸高质量发展，当好唐山

“三个努力建成”排头兵，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6 月 30 日，2022 年全国“工业互
联网平台+园区”赋能深度行（唐山
站）活动在曹妃甸区举办。作为全国
首批“工业互联网平台+园区”试点示
范的曹妃甸区，瞄准精品钢铁、高端
装备制造、数字等重点产业寻求全面
合作，现场促成多个合作项目签约。

坚定不移推动产业聚集，曹妃甸
积极统筹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持
续扩大有效投资，全力培育赶超跨越
发展的新动能。聚焦构建“4+2+3”现
代产业体系，主导产业提质升级、新兴
产业全面突破、特色产业做精做专。
按照目标，曹妃甸区今年新签约亿元
以上项目将达到200个以上，新开工亿
元以上项目 130 个以上、完工 90 个以
上，完成产业投资480亿元以上。

推动产业高端化、集群化发展，
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和优质资源，在新
能源和新材料、绿色化工等产业上加

快突破。目前，曹妃甸正积极规划建
设新能源产业园，以资源换产业、以
市场换项目，推动三一重工新能源汽
车 10 月底前开工，与省建投战略合
作项目尽快取得突破，力促东方电气
抽水蓄能装备制造项目落地，到 2025
年实现营收达 1000 亿元以上。做大
做强新材料产业，积极推动总投资
466.28 亿元的 22 个“三链一群”项目，
加快投资 550 亿元、34 个项目的新材
料产业园建设，打造新材料产业集
群 ；攻 坚 突 破 石 化 产 业 ，力 促 旭 阳
PDH、尼龙 66 新材料及富海多元化
原料制烯烃、己二腈项目尽快开工建
设。持续补链、强链、延链，完善精品
钢铁、港口商贸物流、装备制造等重
点产业链；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人
工智能和数字经济，推广工业互联网
在科技创新、产业生态等方面融合应
用。同时在拓展与京津合作上下功
夫，加快落地一批协同发展标志性、
引领性产业项目，年内实施京津项目
100 个以上，完成投资 150 亿元以上。

7 月 19 日，唐山港曹妃甸港区中
区一港池 20 万吨级航道浚深工程通
过验收。这意味着作为核心作业区
域的曹妃甸港区一港池靠港船舶将
由最大 15 万吨级跃升至 20 万吨级。
近年来，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发展迅
猛 ，货 物 吞 吐 量 呈 高 位 增 长 态 势 ，

2021 年货物吞吐量达到 4.48 亿吨、集
装箱突破百万标箱。

从“大出大进”到“优出优进”，曹
妃甸加快推进港口转型发展，临港产
业优势逐步形成。聚焦打造“大港
口”，曹妃甸积极推广“互联网+供应
链管理和金融+第四方物流+产业”
服务模式，成立曹妃甸现代供应链科
技有限公司，打造集金融、物流、科
技、数据等功能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
平台；以优化配套提升港口能级，加
快推进总投资 660.8 亿元的 35 个重点
港口项目建设；加快发展国际中转及
转口贸易、航运交易、船舶经纪等现
代港口服务业，打造六大物流贸易仓
储加工中心；深入实施“海洋+”行动
计划，全力打造产业高端、创新引领、
绿色生态的现代海洋产业聚集区。

以港兴业，以产兴城。曹妃甸还
将加快推进总投资 456 亿元的 78 个
产教城融合项目建设，推动河北科技
学院三期秋季开学投入使用，力促新
规划展馆、市民服务中心、体育场馆
等公共服务项目早日开工；积极推进
投资 388 亿元的 73 个城市更新项目，
加快城市快速路、超级绿道建设，年
内完成投资 174 亿元以上；同时谋划
实施如意不夜城、北文康养、奥特莱
斯小镇等一批重点项目，集聚人气、
凝聚财气、汇聚商气。

河北日报讯（记者孙也达）日前，
记者从秦皇岛市发改委了解到，该市
出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八条政策措
施》（以下简称《措施》），界定数字经
济和数字企业的范围，明确头部企业
类型及补助总额的上限，促进数字经
济发展。

八条政策措施涵盖财政支持力
度、头部企业奖励、升规奖励、落地奖
励、数字化转型奖励、首购首用补助、
争取政策资金、降低运营成本等 8 个
方面。

《措 施》明 确 了 奖 励 范 围 和 额
度。对首次进入全国电子信息企业
竞争力百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竞
争力百强和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强榜
单的企业，在省奖励 100 万元的基础
上，市级给予 3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对首次进入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
百强名单的数字经济企业，市级给予
每家 20 万元奖励。电子信息制造业
企业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5亿元（含）至
100 亿元（含）的，市级相应分别给予
10万元至200万元不等的奖励。

该市鼓励数字经济企业在当地
落地或设立研发中心、分支机构（子
公司）。对新引进市域外数字经济企
业，经过认定且在该市入统纳税的，
按照其营业收入年纳统数据，对应奖
励标准，市级加倍给予一次性落户奖
励。对列入国家级、省级工业互联网
试点项目、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试
点项目、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项目、
智能化数字化项目，市级分别给予 30
万 元 、20 万 元 奖 励 。 此 外 ，该 市 对
5G、大数据与物联网等产业化及应

用示范项目和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
支撑的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领
域的平台经济项目，优先推荐申报国
家、省专项资金。

据了解，2021 年，秦皇岛全市电
子信息产业入统企业达 93 家，电子
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202.7 亿元，
占全省比重 10%左右。全市行政村
光纤宽带通达率 100%，4G 信号覆盖
率 100% 。 建 成 5G 网 络 基 站 超 过
2000 个 ，5G 信 号 覆 盖 市 区 等 重 点
区域。

确保地区生产总值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千过百”

曹妃甸着力构建“4+2+3”现代产业体系

7 月初，邢台市南和区和阳镇兴和园内荷花盛开，吸引周边居民前来欣赏游
玩。邢台市南和区在推进人居环境建设工作中，对废弃砖窑、污水坑塘等进行综合
治理，建成了多座生态公园，有效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杨献波摄

日前，骑行爱好者们在石家庄市栾城区东方园林的小路上骑
行。石家庄市栾城区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协调发展。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李明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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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放管服”改革 提升政务服务效能邢台：“百泉之城”活力涌动

我省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建设等经验向全国推介

（上接第一版）
群众用药更加便捷。据介绍，目

前，我省要求村卫生室药品不少于 260
种，其中要求 40%的药品主要用于常见
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等常见病、多发
病、慢性病的需求，基本可以满足广大群
众的用药需求。

为 了 加 强 培 养 ，把 人 才 引 进 来 ，
2019年以来，我省利用农村订单定向医
学生免费培养项目和高等医学专科院
校面向基层卫生人员学历提升项目，全
面提升乡村医疗卫生人员学历层次。
截至目前，共招收本、专科农村订单定
向免费医学生 1682 人。同时，在全省
推广乡村医生本土化培养模式，由地方
财政出资，委托医学院校培养本乡本
土、高中学历人员或乡村医生子女达到
中等医学专业水平，按程序注册后直接
到村卫生室工作。

针对基层待遇低，留不住人才的现

状，2019 年，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人社
厅制定了河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薪
酬改革办法，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
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
人员奖励，原则上可从上年度收支结余
部分自主提取不低于 50%比例用于增
发绩效工资，增发部分不纳入绩效工资
总额管理。

在加强乡村医生待遇保障方面，我
省主要通过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和“乡
聘村用”，全力解决乡村医生工资待遇
和养老保障问题。2020年，我省全面实
行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一体化管理，
乡镇卫生院与纳入一体化管理的乡村
医生全部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为其
缴纳养老保险，工资待遇比照当地乡镇
卫生院同类在职在编人员工资水平确
定。截至目前，我省纳入一体化管理的
62757 名 乡 村 医 生 全 部 缴 纳 了 养 老
保险。

（上接第一版）对贫困群众实现产业扶
持全覆盖。

2020 年底，邢台市 10 个贫困县全
部脱贫摘帽，799 个贫困村全部脱贫
出 列 ，17.6 万 贫 困 人 口 全 部 稳 定 脱
贫。至今，没有发生一例返贫致贫
情况。

脱 贫 摘 帽 不 是 终 点 ，而 是 新 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邢台在全国率先
建立防贫防返贫监测预警救助评估
机制，今年以来，为 6881 户监测对象
落实了相关帮扶措施，新增防贫监测
对象 628 户 1736 人，消除风险 169 户
413 人。

■ 产业新名片
一县一特色，20 个特色

产业集群列入省级重点

7 月 18 日，位于邢台市南和区的
金沙河面业集团，全自动化的生产车
间马力全开。

“从婴幼儿系列的蔬菜面、鸡蛋
面，到孕妇的营养面；从最常见的家常
挂面到担担面、刀削面；从小麦芯面到
杂粮面，产品应有尽有。”董事长魏海
金介绍，目前，集团日处理小麦 2 万
吨，日产挂面 5000 吨，是全国挂面加
工企业的领头羊。

“传统”变“现代”，就地能致富。
金沙河产业链条实现“从田间到车间
到餐桌”，越来越多的农民共享产业发
展红利。

除了金沙河，邢台还涌现出今麦
郎集团、玉锋实业集团等一批经营规
模大、发展水平高、带农能力强的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

一县一特色，一地一产业。邢台
20 个特色产业集群列入省级重点县
域特色产业集群。清河羊绒、平乡童
车玩具、宁晋线缆、南和宠物食品、临
西轴承等县域特色产业享誉全国。

2021 年，邢台在 46 个产业集群中
优选 25 条制造业产业链和 51 家“链
上”头部企业，实施创新驱动、工业设

计等 12 项赋能行动，全市产业集群营
业 收 入 实 现 426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1.29%，新增省“专精特新”企业 67
家、省级单项冠军企业8家。

以经济开发区提质扩容为契机，
邢台今年着力打造“万亩千亿大平
台”，加快形成京津冀中高端制造业集
聚基地，全力打造冀中南转型升级示
范带的邢台优势板块，力争装备制造
业营收规模达到千亿元水平。

■ 生态新名片
“百泉”复涌，地下水超

采综合治理全省领先

一个个水泡，从地下钻出来汩汩
喷涌，荡开层层涟漪，也荡起邢台人心
中的涟漪。

位于邢台经济开发区的狗头泉，
自 2021 年夏季以来，一直稳定复涌，
碧绿的泉池如一块翠玉，颇有“潭面无
风镜未磨”的意境。岸边金黄色的芦
苇荡，为“碧玉”镶上了金边。

百泉竞流，一锹一井，才有了“井
方”的称呼，“井方”进而演化成“邢”，
邢台因此被称为“百泉之城”。

“‘百泉’复涌已成为华北地区地
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成果的一个标志性
事件。”邢台市水务局副局长尼文波介
绍，作为全国首批水生态文明城市，邢
台在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中，打出了

“节管调发力，引蓄补并举”的组合拳，
截至今年 6 月，全市浅层、深层超采区
地下水位较去年同比回升幅度分别位
于全省第一、第三位。

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邢
台全面推进现代水网体系建设。目
前市区江水使用量达到 16 万立方米/
日 ，工 业 江 水 直 供 达 到 3.65 万 立 方
米/日。同时，统筹利用引江水、水库
水等多种水源，大力开展河道补水。
2021 年以来，21 条主要河道实现“河
河有水”。清水绿岸、鱼翔浅底变成
现实。

水清，地绿，天蓝。目前，邢台 6

个县（区）成功创建省级森林城市，37
个乡村被认定为国家森林乡村，125个
乡村被认定为省级森林乡村，全市林
木覆盖率提升至 36.64%。2021 年，邢
台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实现历
史性突破。

■ 文化新名片
“古城新韵”以文促旅，

102 个文旅项目加速推进

碧空如洗，邢窑博物馆犹如一组
白玉茶具静静躺在一方碧水之中。

7 月 14 日，“追寻红色记忆 见证
老区振兴”系列主题采风活动内丘站
启幕。“邢白瓷的烧制成功，结束了商
周以来越窑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开
创了‘南青北白’两大制瓷体系……”
走进邢窑博物馆，看着眼前一件件精
美的邢白瓷展品，听着讲解员的讲解，
采风团无不惊叹于邢白瓷的“形”“意”
之美。

邢窑博物馆、邢窑遗址博物馆、邢
瓷文化体验馆于 2017 年开馆。邢窑
遗址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邢窑为主题
的遗址博物馆、我省第一座建立在遗
址之上的博物馆。

邢台有 3500 年建城史。“古城新
韵”，以文促旅，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
到 邢 台 触 摸 历 史 ，体 验 山 水 之 美 。
2020年底，邢台博物院落成，不仅标志
着邢台市馆藏文物和藏品保存环境标
准化建设迈向了新的发展阶段，更架
起了国内外朋友来邢台对话历史、寻
宗探源的桥梁。

此外，邢台园博园依托太行山、古
黄河和沙丘宫苑遗址等，使山水园林
渗透于城市，形成文化元素多样化的
城市滨水景观。

今年，邢台成立岩彩实验室和创
作中心，推广太行岩彩专业创作，打造
具有太行山基因和肌理的书画品牌。
开展“我看牛城·百善骈臻”征稿活动，
打造中国北方扇子之都。全市首场沉
浸式演出《一朵桃花灼灼芳华》，融入

“非遗”元素，实现演艺与旅游深度
融合。

着眼未来，邢台规划推进营地、民
宿、夜游经济等新业态为支撑的城市
近郊游体系建设，在市区外环 278 平
方公里之间的环城旅游产业带上，摆
布 6 大功能板块、182 个项目、37 个公
交点位、14 个公园及 25 个营地。截至
6 月底，谋划推进新建、续建文旅项目
102个。

■ 交通新名片
邢 台 褡 裢 机 场 年 内 通

航，公路密度 170 公里/百平
方公里居全省第二

夏日，驱车行驶在信都区抗大路
上，沿途群山起伏、果林茂盛，一派风
光旖旎的生态美景跃然眼前。路旁，
山花怒放，淡香氤氲，一辆辆“抗大号”
公交车不时驶过。

天梯山、景梅山、邢襄古镇、白云
山、前南峪、抗大陈列馆……抗大路是
邢台西部山区衔接景区数量最多的道
路，像一条“金扁担”，一头挑着绿水青
山，一头挑起金山银山。

一路通，百业兴。
近年来，邢台对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的投资力度逐年加大，高速公路主
骨架基本形成。2021 年末，邢台公路
通车里程达 2.12万公里，公路密度 170
公里/百平方公里，位居全省第二。干
线公路里程 2665 公里（含高速公路），
干线公路密度 21.3 公里/百平方公里，
位居全省第一。

依托便捷的交通网，邢台大力发
展城市公交、城乡公交、城际公交、点
对点公交，不断增强中心城市辐射
力。邢台褡裢机场改扩建工程基本完
成，计划今年 10月 31日前通航。预计
到 2025 年，年旅客吞吐量 45 万人次，
年邮货吞吐量 1300 吨，航班飞机起降
量为6080架次。

邢台提出打造京津冀东南门户城
市的目标，紧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适度超前谋划中心城区快速通道、高
速公路、普通干线公路、轨道交通等项
目，力争通过三五年努力，推进全市交
通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

（上接第一版）为差异化监管提供支撑。
推动以评促改，今年上半年全省“好差
评”系统汇聚评价数 4188 万条，累计收
到“差评”1043 条，全部在 5 个工作日完
成整改。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实现不见面
开标、远程异地评标；推进电子保函应
用，减少企业资金占用，降低交易成本。

服务成效更加显著。“就近办、网上
办、自助办”民生工程推进有力，各类场
所布设政务服务集成自助终端 23904
台，完成比例 100%；54 项服务事项上线
自助终端，完成比例 85%；市级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向乡村两级延伸，乡村两
级认领事项的网上可办率达 98%；建设
基层电子证明系统，实现基层证明网上
申请、审核、开具和领取。政务数据共
享应用更深入，各级各部门累计共享应
用数据超 3180 亿次；“河北健康码”累

计提供 200 亿次稳定服务，有力支撑
“三道防线”等防控机制。12345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服务效能提升，上半年各级
热线受理诉求 1506.04 万件，直接解决
率 78.04%，综合满意率超 96%。公共资
源交易平稳发展，上半年各级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完成交易 29818 宗，交易金额
3397.46 亿 元 ，节 增 财 政 资 金 304.41
亿元。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届二
次全会和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
以‘放管服’改革为统领，对标国内国际
营商环境评价标准，学习借鉴先进地区
经验做法，加强改革创新，进一步提高政
务服务效能，努力打造让本地企业留下
来、发展好，让外地企业愿意来、落得下
的优质‘软环境’。”省政务服务办党组书
记、主任张瑞书表示。


